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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赛十年

第一届 2013 80 12

第二届 2014 105 12

第三届 2015 200余 12

第四届 2016 296 18

第五届 2017 300余 18

第六届 2018 400余 18

第七届 2019 538 18

第八届 2021 571 18

第九届 2022 541 18

第十届 2023 57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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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做戏剧的都是“社牛”，都是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有许多地地道道的“斜杠青年”。
大厨、合唱团男高音、中文老师、公司白
领、画师、机车女孩、野菜团团员、美好生
活家⋯⋯甚至还有人在饭店端过盘子。

接触下来，许多来乌镇的青年并不擅长与
人交流。只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个性，不管是什
么样的经历，在谈到戏剧的时候，每个人的眼
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那是一种最朴实、最
真挚的热爱，一份最直接、最自然的倾诉。

《只有加夫利洛维奇明白》剧组的演员
张欣雨是咖啡师，赵炎阳是调酒师；《狗狗》
的音乐表演杨茂源是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
读博士生，音乐是他的副业。戏剧的魅力，
让他们在职业之余“劈了个叉”。

2013年，20岁的谢宇第一次来参加乌镇
戏剧节时，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
是贵州人，在绍兴文理学院读书，听到附近有
个戏剧节就来了。“80元一张的学生票，看到
了许多大戏，很过瘾。”他说，那时候，大家把
钱都省下来看戏，住的是几十元一晚的青旅。

10 届乌镇戏剧节，他参与了 8 届，也彻
底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学经济
的戏剧爱好者，最开始是观众，后来因为参
加小镇对话加入了大导演的工作室，跟着特
邀剧目而来，再后来是作为创作者，带着《黎
曼的宇宙》《百年酒馆》等作品，屡次登上青
赛的舞台。今年，谢宇和好友王少宇、发小
杨茂源一起，带来了作品《狗狗》。青赛之
余，他还报名参加了 4 个工作坊，想要抓住
机会跟来自各国的戏剧大师“学上几招”。

《狗狗》是一幕独角戏，演员王少宇是谢
欣舞蹈剧场的现代舞舞者，这是他第一次接
触戏剧。来乌镇参赛，是他在舞蹈赛道之外
的另一种尝试。他演得怎么样？现场热烈
的鼓掌和叫好声说明了一切，大家都被他的
情绪收放和肢体控制所感染，一会儿笑一会
儿哭。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说：“演员太了
不起了，身体像水一样柔软。表演能够把观
众完全调动起来，非常有本事。”

25 岁的工作人员尼萍，连续三届负责
青赛的对接工作，接触过 54 个剧组、超过
1600 份材料，她常常被这些人身上的朝气

和勇敢所打动。“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他们，都
是满面笑容地跟你打招呼，无论给他们安排
什么行程都是‘哇！好耶！好！没问题！’”
尼萍说，这些青赛选手还特别喜欢去看别组
的戏，去欣赏别人的优秀，查找自己的不足，
非常有勇气。

乌镇戏剧节的定位是——打造一个具
有中国文化特色、年轻可持续、开放包容的
百年国际戏剧节。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大
师与青年，更连接中国戏剧的梦想与未来。
它和这些年轻人的感召必然是双向的。

莎士比亚曾有一句名言：青春是一个短
暂的美梦，当你醒来时，它早已消失无踪。
如今的青赛，让这些梦想照进现实，并且持
续下去——

我们在乌镇戏剧节
的青年竞赛里，读到的
就是年轻人这种普遍的
梦想和激情。只是，在
这里它以戏剧的方式直
观呈现出来，又远远地
超出了戏剧的范畴。

追光 一生，寻找激情

十年间，超一万名创作者参与乌镇戏剧节青赛

蚌湾剧场，年轻人的戏剧梦在这里绽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陆 遥遥

10月的乌镇，是属于戏剧的。
每天午后，国内外名团的多场大戏联袂开演。而只有早

起的游客才会注意到，伴随着古镇的晨曦，西栅中段一个叫蚌
湾的剧场前，已经很是热闹。许多年轻人拎着小马扎、举着太
阳伞，开始排队，只为“争夺”一张下午一时开场的戏票。

这里，是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赛场，是一个免费入
场、充满惊喜的地方。这个被大家亲切称为“青赛”的单元，承
载着扶持青年创作的使命，让每个热爱戏剧的青年都有可能
在这里圆一场梦。

每年，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黄磊，会给青赛送上一封
手写信。今年，他留下了一段深情的文字——“最初的最初，
乌镇戏剧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时，青年就已经是这个节
的主人公。一切的缘起与目标皆是为了青年们。青年在成
长，青春永不逝！”

今年，正好是乌镇戏剧节 10 周年。10 年间，超 1 万名青
年戏剧创作者注册报名，160 多部青年原创戏剧作品在这里
上演。另一位发起人、导演赖声川说：“青赛就是青赛，很难取
代。整个中国戏剧的未来，我相信就来自蚌湾这个剧场里
面。”

走过 10 年，乌镇戏剧节与戏剧爱好者共同成长。跃起、
奋起、迎风起飞，迈向新的旅程——第十届乌镇戏剧节以“起”
为主题，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蚌湾剧场，一起寻找这些青年身上
的光。

从首届乌镇戏剧节开始，青赛便成为了固定的单元。
2013 年 5 月，59 岁的赖声川、42 岁的黄磊、49 岁的孟京辉和
50 岁的陈向宏，在这里共同发起了首届乌镇戏剧节，捧出了

“四块基石”——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小镇对话、古镇嘉
年华。

青赛的赛制，最初是这几位发起人聊出来的。参赛者必
须有创意地使用三个元素进行舞台戏剧作品创作，且演出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参赛者要求年龄在 35 岁以下，或年龄超
过35岁但参赛作品为个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舞台戏剧作品。

为此，位于西栅景区秀水廊西侧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一个
200 座左右的小剧场，并冠以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名字——
蚌湾剧场。

这是专属于青赛的舞台。10年过去了，犹如一只孕育珍
珠的河蚌,这个舞台的灯光始终为青年戏剧人而聚。

今年青赛的三个主题词是“火车票、世界名画、马”，18部
作品从 573 份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角逐“小镇奖（最佳戏剧
奖）”，这是历届以来最激烈的争夺。要知道，首届青赛的报名
作品是80份。仅仅从这个数字对比上，也可以看出其影响力
的扩大。

年轻是这些创作者最大的特质，但稍纵即逝。黄磊格
外珍惜他们身上这些可贵的品质，他认为：“青年这个阶
段是最特别的一个阶段，它的能量非常大，方向非常混
乱，气场也非常不稳定，但它又会以一种特别好的状态呈
现出来——疯癫的、奇思妙想的，把梦想和现实混淆在一
块，活力又毛躁。”

不在现场，你难以想象这里的火爆场面——每天演出前，
等票的观众排成蜿蜒的长龙，从早上排到下午。专程和朋友
从郑州赶来的小陈，从早晨9时就开始排队。“每天下午，一场
三组的演出，每组 30 分钟，新人导演的半命题作文。看惯了
大戏，回过头来看青赛的作品，虽然青涩却很凛冽，别有一种
惊喜和意趣。”小陈说，排不到第一场就排第二场，排不到场内
就在场外看大屏幕直播，青赛，是乌镇戏剧节的大“盲盒”。

蚌湾剧场很小，只能坐200多人，所谓的座位其实只是在
几排高低错落的阶梯上面放了坐垫。舞台台面不大，背后是
黑色的幕布。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复杂的道具，几束聚光，
打在舞台正中央。

10 月 20 日下午 1 时，第十届乌镇戏剧节青赛首场演
出开启。黄磊照例来到舞台，上演名场面“摔手机”和“挤
一挤”。他在表演开始前拿起观众的手机，连续摔了好多
次，提醒大家把手机放好，不要让手机掉在地上影响演出，
又让大家尽可能挤一挤挨着坐，以便多几十个观众坐进
剧场。

“这个舞台很小，小到可以看清楚每一个人的脸；这个舞
台也很大，大到可以让青年戏剧人被更大的平台看见。大家
排了这么久的队伍坐在这里，没有什么电话是非接不可，没有
什么朋友圈是非要现在刷的。这个剧场，没有手机，没有杂
音，让我们一起做30分钟的梦。”

正如黄磊所说，30 分钟的青赛，或许可以改变一个青
年人的命运，我们理应全神贯注于此，给予他们最大的
尊重。

聚光
30分钟，聚焦青年

早在首届乌镇戏剧节启动的时候，许多
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

湖北姑娘胡蝶第一次接触戏剧，是在大三
的时候。她原本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
进入了戏剧领域工作。创作团队里的刘朝晖
则是 2013年在学校的音乐剧团里爱上了戏
剧。毕业后，他创建了自己的戏剧工坊，成为
了一名职业戏剧人。他们因戏剧相识，又共同
走入创作。今年，他们凭《啊，如果能裸泳一次
就好了》入围青赛,是闯入决赛的6个作品之
一。5位主创一起来到乌镇：编剧兼导演胡蝶，
表演指导兼音乐设计刘朝晖，两位女演员刘白
沙、袁依依，以及平面设计贺小军。

这是一个因乌镇戏剧节而相遇的班底。
去年，刘朝晖带着独角戏《生命之书》入围了青
赛，他和制作人胡蝶在这里遇到了同样来参加
青赛的《初生》演员袁依依。气味相投的他们
成为了朋友，相约要一起做个戏。经过激烈的
讨论，一个聚焦女性生理期的作品诞生了。

即使在一个剧组，每个人对青赛都有不
同的理解——刘朝晖更多地把青赛当成一场
考试，是检验自己创作的试金石；贺小军平时
从事视觉设计，不做戏剧，他很享受参与乌镇
戏剧节的时光，在小红书上大力推荐团队的

作品，和每一个发表评价的网友互动。
两位演员，目前都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表

演专业读研。袁依依认为，青赛的创作重心
要放在剧作上，很多时候需要一司多职。刘
白沙在目前热播的电影《河边的错误》中饰演
文艺女青年钱玲，就是那个非常有戏的声
音。她说：“我之前是影视演员，这是我第一
次参与戏剧创作。我想参加青赛就是要大胆
一起玩。”

平日里，刘朝晖、胡蝶、贺小军在重庆，
袁依依和刘白沙在北京，大家格外珍惜一起
来参赛的时光。“一起看戏、排练、交流，快乐
浓度特别高！”胡蝶说。

青年的创作，是最简单直接的，如同一
颗粗粝的珠子。“不管观众怎么评价，我都觉
得自己是最棒的！”许多青年都说到了这一
点，他们珍惜自己的创作，珍惜朋友之间的
相处，珍惜团队的默契。即使曾经登上过许
多舞台，即使仍是一些在百度里都搜索不到
细节的名字，他们依旧坚持梦想，勇往直前。

显然，青赛为青年戏剧人创造了一个可
以迅速变现的上升通道。10 月 29 日晚，第
十届乌镇戏剧节青赛结果揭晓——《五楼九
楼》获得最佳戏剧奖，《蚌与珍珠》和《我和刘

红梅在车站》获得特别关注奖。
以奖项为回应，青赛为获得最佳戏剧奖、

最佳个人表现奖的团队提供20万元与6万元
的奖金，鼓励青年原创戏剧，特别关注奖则会
获得前往国际戏剧节观摩学习的机会。

10 年来，蚌湾剧场的舞台汇聚了无数
青年对戏剧的热忱。一部部佳作于此绽放
出光韵，一批批“蚌湾明珠”诞生，青年戏剧
人从这里出发，踏上更广阔的戏剧之路。

2013年首届大奖得主陈明昊，不仅收获
了《漫长的季节》中刑警队长马德胜这样备受
观众喜爱的角色，还创作了多部作品在戏剧
节主单元演出；2014 年青赛的获奖作品《跳
墙》《山居》在乌镇首演后，继续在国内外巡
演，庄一、杨浥堃都成为戏约不断的青年编
剧；国家话剧院演员吴彼在第三届青赛抱走

“小镇奖”，获得了导演和编剧方面的机会；
2019 年凭借《鸡兔同笼》获“小镇奖”的刘添
祺，已经从龙套演员成为了受到业界关注的
新生力量⋯⋯

孟京辉说：“你想想，我们今年乌镇戏剧节
邀请的好多年轻导演，十年前可能还是中学生
呢，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是成长？什么是迭
代？什么是不断的进步和传承？这就是。”

目光 十年，坚定梦想

观众在蚌湾剧场门口看直播。观众在蚌湾剧场门口看直播。

《狗狗》主演王少宇

最佳戏剧奖《五楼九楼》颁奖仪式

《蚌与珍珠》剧照

乌镇戏剧节闭幕式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6部进入决赛的青赛作品现场抽签决定演出顺序。6部进入决赛的青赛作品现场抽签决定演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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